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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因为一些赛事的推动，马术运动
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是面临着一些瓶
颈，除了市民对马术这项运动的接受度仍然不
高，国产马匹较难适应骑乘和比赛的需求、场
地稀缺、马匹饲养环境不够完善等，也是影响
因素。”杨榕生说。

“教学马当中，主要以国产蒙古马为主，它较
适合耐力赛，不适合竞技。障碍赛、盛装舞步赛、
三日赛等所需的竞技马，还是依赖进口的纯血马
和温血马品种。”杨榕生说，“目前，在协会注册的
福州马术俱乐部已近10家，如金山文体、乾骏、川
捷、星奇、骉马、悦湖等，平均每家有教学马匹20
匹左右，品种大致都是国产改良马。”

尽管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但杨榕生对马
术的推广和普及还是充满信心。“一方面是市
民的个性化需求更趋多元，马术作为一种奔放
的户外运动，日益受到喜爱。另一方面，奥运
及其他重大赛事也极大促进了马术运动的普
及和推广。此外，国家对包括马术在内的户外
运动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不少利好政
策，如去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印发《户外运
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就提出要开展
多种户外运动项目，鼓励在营地周边配套马术
等户外运动设施及服务。”

记者留意到，近年来，福建省相关部门对发
展包括马术在内的运动产业陆续出台了鼓励和
扶持政策。比如，2017年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
要加快健身休闲运动项目发展，发展户外时尚
项目，培育马术等时尚健身休闲项目，顺应个性
化、品质化、体验化健身休闲消费升级的需求；
2019年省体育局印发《福建省关于促进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推动运
动项目产业化，立足我省山海资源优势，完善体
育产业空间布局，推广马术、击剑等新兴时尚健
身休闲项目；2023年福建省体育工作会议提出，
打造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新高地”，要加快职业
体育发展，进一步推进马术等项目职业化道路，
重点扶持职业俱乐部落户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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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传统的“贵族运动”，马术运动
素来贴有“高端”“小众”“精英”等标签。但近
年来随着马术运动在各类赛事的亮相以及全
民健身的普及，马术不再高高在上，逐渐成为
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喜爱的一项时尚体育运
动。据农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编制
的《全国马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显
示，我国每年举办国家级及以上级别赛事100
多场，区域性各类赛事数量达数千场。马术
运动社会普及加快，马主、骑手、骑乘爱好者
规模达100万以上，特别是青少年骑乘爱好者
占较大比重。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级马业
协会、马术协会、马术俱乐部超过2000家，马
术装备用品、场地建设供应商300余家，部分
马术装备用品生产和出口居世界前列。

在福州，马术也不再是一个新鲜词儿。
福建省马术协会秘书长杨榕生告诉记者，福
州最早的马术运动开始于2014年左右，目前，
在协会注册的福州马术俱乐部已近10家，如
金山文体、乾骏、川捷、星奇、骉马、悦湖等，并
呈上升趋势，每年都有新的俱乐部参加。

那么，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魅力？福州
马术市场情况如何？马术运动的普及还面临
着哪些瓶颈？

每到周末，16岁的齐诗萌都会从杭州的学校返
回福州乾骏马术教育基地，参加马术的日常训练，
她的爱马“黑宝”就生活在这里。“黑宝”是母亲林宇
晶为她购买的专属爱马，一直随着她四处征战。就
在 2月份，在上海崇明举行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
少年锦标赛中，齐诗萌骑着“黑宝”，跟其他三位骑
手一起，凭借出色稳定的发挥，摘得团体冠军。

从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体验骑马，到逐渐走上专
业系统的训练道路，成为中国马术协会认证的场地障
碍中一级骑手和盛装舞步中三级骑手，并且取得马术
全国锦标赛的团体冠军，齐诗萌用了五年的时间。“女
儿提到骑马时眼里闪着光，好几个月都念念不忘。”时
至今日，林宇晶对女儿当时的神情记忆犹新。

跟齐诗萌同样“提到骑马眼里闪着光”的，还有
11岁的小女孩乐琪。今年 1月，乐琪在去金山文体
中心学攀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旁边的马场。“试
了一节课，她很坚定地告诉我，要从自己的压岁钱
里拿出一部分来学习骑马。”乐琪妈妈笑着说，孩子
舍得动用自己的“巨款”来学习骑马和买装备，也能
说明她的意志和决心。比起其他培训，虽然马术的
费用更高一些，但马术确实给乐琪带来了坚韧和自
信。“有一次一匹叫作‘小蛋黄’的马突然有些失控，
她没有害怕，而是牢牢地抓住了马缰，有惊无险。
当她可以独立持缰轻快步跑起来，她脸上洋溢着的
自信，令我感到很惊艳。”至于以后是否参与考级和
比赛，乐琪妈妈说，那要看孩子的意愿，即使只当作
周末放松锻炼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马术还治好
了她的‘洁癖’——她甚至愿意去马厩里给‘小蛋
黄’刷毛和铲马粪”。

“马术运动不仅可以锻炼挺拔的身姿，还能提
升青少年的气质、自信心、责任感和坚韧性。”在杨
榕生看来，马术的优点不胜枚举，这也是这项运动
能逐渐受到青少年和家长喜爱的缘故。

2021年10月，在深入了解马术运动和市场调研之
后，之前一直着力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林宇晶开
启了“副业”，她和朋友合作，在晋安区宦溪镇辟了一
块 32亩的山地，创办了乾俊马术俱乐部。平整场地、
修建马厩、引进马匹、招募教练……一年多来，林宇晶
在这里倾注了很多心血，也投入了实实在在的近 400
万元初期成本。

“现在注册会员有 40多人，还远远达不到收支平
衡，但我们不急着扩大规模，还是倾向于先把竞技训
练做扎实。”林宇晶介绍说，俱乐部有 8匹马，分别来
自美国、德国和我国的广西。每季度，俱乐部要从呼
伦贝尔进一批几十吨的干草料。“运费比草料贵，但
呼伦贝尔的草料营养价值更高，更符合竞技马匹的
体能要求。每匹马一天会消耗 20多斤草料。”林宇晶
粗略算了一笔账，单是草料和饲料部分，每匹马一个
月的供养成本大概是 3000多元。此外，教练要每天
训练它们的灵活度和动作要诀，马蹄铁每个月也需
要更换一次。

对于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发烧友来说，马术的确还
是烧钱的“贵族运动”，“马厩里有一匹马是会员购买
下来并寄养在这里的，每个月仅寄养费用就在8000元
左右，”林宇晶说，“1对1的基础课程，每节课45分钟，
收费是500元左右，报的课程多，还会赠送一些课时。”
林宇晶说，这样的费用，普通的中产家庭有能力承担，
但市民对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心理距离感。

同时兼任金山文体马术运动中心负责人的杨榕
生告诉记者，该中心2023年1月开始运营，目前有8匹
教学马、30多名注册会员，主要是 10岁左右的孩子。

“我们主推 6000元的季卡，可以不限次数练习。”杨榕
生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教练每月要达到100节课的培
训量，马匹与学员的比例达到 1∶15，这个俱乐部才能
良性运转，但目前福州很多俱乐部都还未达到这个标
准。“至于运动装备，其实是丰俭由人，一套装备配齐，
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可以，比如马术护甲，一般的两
三百元，充气的则会达到三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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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骑马，她们眼里闪着光”
两个小姑娘的马术生活

“目前马匹与学员比例，
还达不到收支平衡”
两家马术俱乐部的生存现状

“挑战与机遇并存”
既面临发展瓶颈，也有利好政策

金山文体马术运动中心，一位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给马儿投喂胡萝卜

福州乾骏马术教育基地，教练员和马匹正在进行跨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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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晶轻抚女儿齐诗萌的专属爱马“黑宝”


